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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与区域经济差异—— 

来自长三角历史的证据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沈中燕 柯蓉 

【摘 要】本文以方言、菜系和春秋战国时期所属的国家作为各城市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另外还加入了是否毗

邻京杭大运河、是否沿海城市、铁路密度、公路密度差异、降水差异等地理变量研究经济发展差异。本文使用人均

GDP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长三角地区相邻的城市进行两两对比，发现在 2010年之前城市间的文化、地理差异确

实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2010年以后文化、地理差异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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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例如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发展已赶上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亳州的人均 GDP

仅达到苏州人均 GDP 的七分之一。传统的区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经过数代人的共同选择最终形成的人们内心所默许的具有当地特

色的文化底蕴。本文将长三角地区地理上相邻的地级市进行两两组合，接壤的城市更具有可比性，可以排除地理距离产生的干

扰,从而使结果更加准确。本文研究发现,相邻地级市间的文化地理差异确实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本文的创新之处在

于;(1)现有文献是在省级层面或是大范围区域内研究文化地理差异与往来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并未在接壤的地级市层面进

行具体研究。(2)现有文献均采用地区方言、姓氏、风俗习惯等作为地区文化代理变矗本文以方言、菜系和春秋战国时期所属的

国家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在文化代理变量选取上会更加丰富并且比较贴合实际。 

本文第 2部分是文献综述，第 3部分阐述将要使用的计量模型及实证检验将使用的数据;第 4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 5部分

总结全文。 

2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认为，文化之所以影响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一个地区具体的文化特征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庭

习惯等，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经济行为和组织制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例如，李楠、林友宏(2019)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

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如投资率、人力资本等)后，以 DNA 和姓氏基因距离度量的族群文化差异对当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

有较强的解释力，即两省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异越大，人均 GDP的差异也随之增大；Weber(1951)研究发现，新教伦理中的入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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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主义和劳动天职观念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的传统儒学教育对经济契约关系的忽视则对资本主义的

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区域间的经济交往活动，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着共同文化和信仰的人之间容易产

生信任，从而可以提高产品的偏好程度及降低交易的成本。Kleinetal(1998)研究发现,即使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制造出的商品的

质量十分满意和认同，但是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对日本制造的商品仍存在着抵制情绪。林建浩、赵子乐(2017)利用方

言数据测度文化差异,基于中国代表性城市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海和广州作为技术前沿，各个城市与技术前沿的

相对方言距离对技术差距有显著影响，表明文化差异阻碍了技术从前沿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并且制度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中介

变量.，即文化差异通过阻碍制度传播进而阻碍了技术扩散。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文化差异造成的不信任和偏见会阻碍经济发展，减少两地之间的经济活动，进而会导致两地经济发

展差距变大。 

3 模型及数据 

3.1 模型 

为了从实证角度分析长三角地区文化差异对区域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使用了横截面数据模型： 

 

其中，i 表示长三角地区地理上接壤的两两城市组合，共有 93 个组合，本文使用两两城市组合的人均 GDP 之差作为被解释

变量来衡量两个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统一用纬度低的城市减去纬度高的城市，核心解释变星（△culture）i 表示两两城市组

合的文化差异，由方言差异、菜系差异、春秋战国时期所属国家表示(具体的方法是,如果两个城市所属的方言大区不同，方言

差异取 3,若方言大区一致,但方言区不同，方言差异取 2,前两者均相同，方言片不同,方言差异取 1,从而得出两个城市的方言差

异。若两个城市菜系不同，菜系差异取 1,若相同则说明没有差异，取 0。同理,两个城市春秋战国时期所属国家不同，差异取为

1,相同取 0。由于方言形成于宋朝、具体菜系形成于民国、历史归属的国家形成于秦朝之前,故分布并不是当代不同地级市间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本文的实证分析不存在严重的逆因果问题；（△X）i表示两两城市一系列对经济发展均有影响的变量之

差。 

3.2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方言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图 1 为长三

角地区各城市人均 GDP、方言、春秋战国所属国、菜系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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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长三角总体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两相邻地级市人均 GDP之差 

编号 (1) (2) (3) （4） （5） (6) (7) 

方言差异 
0.295 0.154 0.133 0.029 0.160 0.239 0.208 

(0.351) (0.330) (0.284) (0.198) (0.176) (0.174) (0.159) 

菜系差异 
0.326 -0.226 0.327 —0.556 —1.031* -0.845 -0.627 

(0.826) (0.776) (0.677) (0.490) (0.442) (0.435) (0.401) 

春秋战国所属国差异 
1.115 1.409 0.788 0.411 -0.302 -0.250 —0.058 

(0.853) (0.809) (0.704) (0.497) (0.461) (0.447) (0.411) 

月平均气温差异 
 3.194*** 1.030 0.779 0.827 0.626 0.331 

(0.792) (0.784) (0.578) (0.508) (0.499) (0.462) 

月平均降水差异 
 -0.015 -0.024 —0.031* -0.02T —0.028* -0.016 

(0.021) (0.019) (0.013) (0.012) (0.011) (0.011) 

海港差异 
  -0.086 -0.163 -0.587 -0.278 -0.302 

(0.823) (0.556) (0.496) (0.497) (0.454) 

长江港差异 
  2.928*** 2.328*** 2.401*** 2.867*** 2.757*** 

(0.743) (0.528) (0.465) (0.488) (0.447) 

京杭大运河港差异 
  2.215*** 1.622*** 1.539*** 1.743*** 1.455*** 

(0.620) (0.445) (0.392) (0.389) (0.363) 

水路密度差异 
   3.997 4.686* 3.315 3.899* 

(2.145) (1.892) (1.914) (1.757) 

高速公路密度差异 
   34.250** 18.460 15.400 27.210* 

(12.220) (11.220) (10.940) (10.430) 

飞机场差异 
   1.200* 0.769 1.203** 0.393 

(0.457) (0.411) (0.436) (0.447) 

铁路条数差异 
   0.123 0.013 -0.014 -0.012 

(0.067) (0.063) (0.062) (0.057) 

到最近大城市票价差 
   -0.044*** —0.031*** —0.031*** -0.019* 

(0.008) (0.007) (0.007) (0.007) 

是否为省会城市差异 
    2.946*** 2.848*** 0.683 

(0.599) (0.582) (0.758) 

省界差异 
     1.114* 0.645 

(0.450) (0.428) 

高校数量之差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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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截距项 
-0.416 -1.001 -0.368 -0.035 0.383 0.225 0.214 

(0.731) (0.709) (0.635) (0.424) (0.383) (0.376) (0.344) 

样本数 93 93 93 93 93 93 93 

R2 0.030 0.189 0.434 0.767 0.822 0.835 0.864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 1%的水平上显著。 

4 实证分析 

4.1 基本结果 

首先来看在未控制其他因素时地理上接壤的两两城市文化差异与人均 GDP 之差的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1 第一列所示。可以

看出，人均 GDP 差异与文化差异无显著关系，说明文化差异已不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二列考虑了气候因素，发

现第一列得出的结果并无改变，而且月平均气温差异与两城市间的经济差异呈正相关的关系，月平均降水量的差异与经济差异

呈负相关的关系。第三列加入了港口因素，可以看出，两相邻城市是否拥有海港的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

为相邻的非海港城市由于距离比较近,也可以搭乘沿海城市海港的便车进行海上贸易。但是，某个城市若是拥有长江港或是京杭

大运河港，这些城市有着便捷的水运交通，那么经济水平会更好。 

本文考虑了交通因素的作用，如第四列所示。结果显示高速公路密度、飞机场个数和铁路个数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呈正相

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长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日渐完善，相邻城市间高速公路、铁路和水路覆盖的差异很小。本

文还加入了到达最近大城市的汽车票价这个交通成本变量来间接考察山川河流等地理屏障通过交通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

果表明相邻两城市间到附近大城市票价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到达大城市的票价越便宜，说明与大城市的

各方面交流越便捷，经济发展的优势也就越大。第五列考虑了是否有政治中心差异这一因素。结果表明，省会城市作为政治文

化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在当前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理体系下，有些省市为了维护本地的相对经济优势，潜在奉行着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

所以第六列考虑了是否位于省份边界这一因素。如果该地级市位于省份边界则取 0,否则取 I,来比较两相邻地级市间的省界差异。

本文可以发现省界差异对两相邻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说明长三角地区各省份经济联系紧密,相互开放包容程

度更深。人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动力，第七列加入了人才因素，用一个城市专科及以上层次的高校数量作为该地方

人才实力的代理变量，根据回归结果,高校数量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在 99%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一个城市比相邻城市多出

一个高等学府，那么该城市人均 GDP将比邻市约高出 6.9%。 

4.2 稳健性分析 

由于文化的演变是缓慢的，所以文化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长期持续的。前文使用的是 2017年的数据衡量相邻地

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之差、得出的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为了检验这些结果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否依然成立,本文考察了

文化差异对各城市组合 2001—2016年 16年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先计算出城市组合 2001—2016年人均 GDP之差，为了减少特

定年份统计误差的影响,本文使用两年一次的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在表 2中，估计模型仍为表 1第七列的基本

模型。表 2 的结果显示，在 2010 年之前，方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相邻城市间方言差异越大,则经济发展差异越

大。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菜系文化和春秋战国所属国的不同对经济发展已无显著的影响。说明伴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步伐，各城市间逐渐摒除文化偏见,加强了相互间的文化认同感，各城市间的经济合作渐渐的不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受到阻碍。 

表 2文化差异的长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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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 (2) (3) (4) (5) (6) (7) (8) 

2001—2002 2003—2004 2005—2006 2007—2008 2009—2010 2011—2012 2013—2014 2015—2016 

方言差异 
0.133** 0.193* 0.237* 0.371** 0.258* 0.270 0.269 0.217 

(0.049) (0.074) (0.097) (0.133) (0.119) (0.141) (0.161) (0.161) 

菜系差异 
-0.128 -0.167 -0.142 -0.342 —0.338 -0.101 -0.331 -0.437 

(0.123) (0.186) (0.244) (0.335) (0.299) (0.357) (0.406) (0.161) 

春秋战国所属国差异 
-0.206 -0.291 -0.300 -0.371 0.069 0.154 0.191 -0.110 

(0.126) (0.190) (0.250) (0.343) (0.307) (0.366) (0.416) (0.161) 

截距项 
-0.015 -0.042 -0.106 -0.173 -0.237 -0.389 -0.218 0.063 

(0.106) (0.159) (0.209) (0.287) (0.257) (0.306) (0.348) (0.326) 

样本数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R2 0.783 0.782 0.793 0.790 0.801 0.791 0.799 0.850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5 结语 

本文将长三角地区地理上相邻的地级市进行两两组合，将方言区、菜系和春秋战国时期所属的国家进行加权作为区域文化

的代理变量。本文发现,2010年以前长三角地区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是有显著影响的，其中方言差异最具代表性，现如今相邻地

级市间的文化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已经很小。可能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结论:第一，高铁的普及。高铁网的覆盖使得人们

长途出行更为方便，因此长三角地区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分散了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二，网购的迅猛发展。2010年中

国网民渗透率达 30.8%,线上交易规模接近 5000亿元。通过网络可以购买来自全世界的商品，随时与世界的每个角落产生经济交

易，自然而然地打破了文化差异的限制。 

长三角地区各省市政府需要重视地区间文化、地理差异带来的影响。各省市在保护自己独有文化的同时也要尊重和接纳其

他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地特色，明晰城市功能定位和分工协作机制，从而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区域空间格局，

实现长三角经济深度多元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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